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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緣起…… 

「我需要賺錢填飽肚子、繳下個月的房租，但很多
人說我還年輕，眼光要放遠一點……」 

 

「老闆只願意給我大人一半的薪水，說我笨手笨腳
又只有15歲，用童工又很麻煩還要跟政府報備，有
人請就要偷笑了……」 

 

「老闆叫我把桌子擦乾淨，但我怎麼知道他的乾淨
跟我的乾淨不一樣……」 

 

「就服站申請那個好麻煩，我line有收到很多那個
接單日結的訊息，反正我什麼都不會，去做那個好
像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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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脈絡與服務對象 

一般青少年 一般的打工少年 

一般兒童 
自立少年、 

高危機青少年 

職涯發展需求高 

就
業
/
經
濟
需
求
高 

職涯 

探索 

就業 

能力 

就業

訓練 

就業 

環境 

影響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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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目標 

今天我們來當孩子的靠山 

      未來讓孩子當社會的靠山 

目標： 

提升偏鄉地區8歲到19歲兒少就業力與職業發展機會， 

擁有適應就業環境及穩定就業的能力， 

建構友善青少年的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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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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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願景面向 

發展能力 
第三年 
發展目標 

影響力 

對外募集資源的能力 
合作單位願意長期、持續提供支持，以及提供人力、物
資與金錢的協助。 

政策影響力 對於青少年就業政策提出政策上的具體建議與權益倡導 

社會影響力 促使社會大眾認同 

行政管理能力 募款與誠信 形塑基金會專業品牌與形象 

專業成長 專業人員能力 
服務成果進一步作為社會教育，預防工作及倡導的媒體。
專業人員具有教學與引導新進工作人員的能力 

得獎時三年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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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投入與產出 

  人事費 
靠山咖哩 

設備及營運費 
業務費 總計 

占總支
出比例 

58% 33% 9% 

13,736,283 
金額 800萬 450萬 

(開辦設備100萬) 
120萬 

  
直接服務 

環境網絡工作、 
倡導工作 

108年 79% 21% 

109年 63% 37% 

110年 56% 44% 
總計 63% 37% 

53人。 

一般青少年就業輔導個案 

國小、國中、高中合計2391人次 

兒少參與職涯探索營隊、講座、
活動 

社區店家、學校、相關網絡等137個單位。 

連結社區店家、學校及專業網絡 

25人，訓練時數1909小時。 

靠山咖哩就業輔導個案 

家長講座、社區講座等597人次。 

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職涯探索活動 

9支 

職人、服務及成果影片 

227人次。 

培力青少年就業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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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不如預期的經驗與學習 

與學校的
合作 

青少年創
業體驗 

疫情衝擊 與家長的
合作 

• 有就業需求的青少年： 
以打工為主。 
 
• 沒有就業需求的青少年： 
生活重心以升學為主 

• 所有實體活動，包括職
場體驗、實習、就業訓
練都被迫中斷 
 

• 活動需要在未知的基礎
上重新設計 

• 小學： 
認為談「就業準備」還太早 

 
• 國中： 

學校行程太滿，難以安排 

• 一般家長： 
願意幫孩子報名活動，但自
己很少參與。 
 
• 弱勢家庭家長： 
參與度比預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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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不如預期的經驗與學習 

與學校的
合作 

青少年創
業體驗 

疫情衝擊 與家長的
合作 

調整服務取向，轉以支持與補
充為主。協助有需求的少年進
行技藝學習 

轉為線上活動，克服空間限制。 

加強與學校的互動拜訪、活動報導、
由家長影響學校 

社區的爸媽群組、口耳相傳、
利害關係人影響、分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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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或超乎預期的工作 

友善店家的開發與合作 靠山咖哩的營運模式 
成為青少年社工的支持

後盾 

1. 友善店家合作的數量
與意願超乎預期 

2. 與良顯堂合作成為一
件在地重要的事 

1. 產品銷售狀況比預
期順利 

2. 增加了預期之外的
業務(高職的就業實
習) 

3. 空間多功能運用 

4. 成為少年的歸屬港
灣 

1. 一線工作者的實務經
驗成為同儕學習、解
決問題的養分 

2. 為許多工作者提供支
持與方向，創造不孤
單與同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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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或超乎預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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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店家的開發與合作 

1. 使店家看見自己的
貢獻 

2. 創造店家之間有同
儕支持的機會 

3. 滿足店家「做好事」
及「人力」的需求 



成功或超乎預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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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咖哩的營運模式 

1. 不主打公益 

2. 打破公益商品給一
般人的刻板印象。 

3. 社會服務、業務介
紹、教育訓練都可
以派上用場。 

4. 去標籤的場所，服
務對象更願意大方
回來 



成功或超乎預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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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青少年社工的支持
後盾 

1. 實際看見服務使用者
的需要 

2. 實務智慧的交流與淬
鍊 

3. 在巨大的困境之下，
創造支持與同在感，
讓這些工作者有走得
更遠的勇氣。 



經費以外的協助 

01 
傳善獎提供非常彈性的補助方式， 

讓服務能量優先運用在實務工作中 

02 
業師、教育訓練提供不同觀點的刺激 

對於社會服務有更多的想像與操作方法 

03 交流分享會，可以從其他機構的經驗切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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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能力與組織穩定 

★募款及財務 

1. 募款金額增加，但仍追不上業務擴張的速度。 

2. 但疫情影響捐款收入。 

3. 有增加銷貨及其他收入，未來可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降低對捐款的依賴。 

 
★組織穩定 

1. 流動率下降，增加人事穩定度。 

 傳善獎得獎前三年 

年度 105年 106年 107年 

人員流動率 48% 32.6% 23.4% 

傳善獎得獎後三年 

年度 108年 109年 110年 

人員流動率 41.3% 29.2% 24.4% 15 



補助前後的差異 

1. 服務對象年齡擴張，從國小到高中 

2. 服務範圍擴張，增加兩個資源更不易達的鄉鎮(信義鄉、仁
愛鄉) 

3. 服務型態擴張，涵括預防性及發展性的服務，更增加就業
準備場域 

服務的深度與廣度 

工作動力與方法 

部門間的合作與支援 

倡導與發聲的能量 

1. 服務打破過去既有模式，融合不同專業，用更活潑的手法
設計服務。 

2. 服務設計更能理解服務使用者、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1. 深切感受培力行政部門的重要性 

2. 合作期間顯露組織內跨部門合作的障礙，也更有機會改善
內部的溝通問題。 

1. 實務的經驗進一步成為倡導與發聲的能量 

2. 成為在青少年就業議題被諮詢及邀請建議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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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社區裡的 
友善店家 

從事青少年 
就業輔導的社工們 

接受服務的
兒少 

青少年 
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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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對接受服務的一般兒少影響 
1. 在社區中擁有職涯探索與真實體驗

的機會 

 

對接受服務的弱勢兒少影響 
1. 能夠有因應個別的需求，安排就

業輔導與協調的機會 

2. 增設真實就業培力場域─靠山咖哩，
作為高需求兒少的中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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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服務的小A回饋 

在接受過長達一年的就業輔導之後， 
1. 自己願意跨出舒適圈，找到就業的動力。 
2. 突破2個月內不斷換工作的魔咒，已順利在

同一份工作穩定就業11個月。 
3. 自己變得會去思考和願意練習表達自我的

想法與感受。 
4. 改善家庭經濟之後，跟家庭互動關係有改

變。 

接受過服務的小鈴回饋 

謝謝靠山的幫忙，讓我度過離院(安置機構)最
困難的自立階段，接下來也要拜託你們教我的
妹妹。 

接受過服務的小宜回饋 

以前我甚麼都做不好，現在我在靠山找到了
我會做的事情！ 



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對社區友善店家的影響 

 
1. 店家獲得穩定的人力 

2. 在社工的協助之下，提高雇用青少

年的意願 

3. 增加與青少年互動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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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服務的美髮設計師回饋 



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對青少年勞動政策的影響 
1. 參與並透過台少盟提供青少年就業政

策建議 

2. 獲國家人權委員會邀請提供青少年勞

動政策建議 

3. 共同參與編寫2022年CRC民間平行報

告，為青少年就業政策提出建議 

4. 參與衛福部自立少年聯繫會議，直接

向勞動部提出自立少年就業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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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台少盟的青少年勞動政策建議 

在勞動部職安權益平台提案，要求勞動部關注
青少年就業交通安全議題。 
包括青少年上下班交通需求與職災樣態、使用
微型電動車等議題。 

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提出的就業政策建議 

對目前就業準備及勞動補貼政策建議： 
目前的政策在於防弊(防止權益被侵害的底線)，
但沒有積極促進的策略。 
應以保障基本權益、排除就業障礙、促進就業
機會三個方向進行。 



對社會影響力的改變 

輔導青少年就業的社工們 
1. 為青少年工作者裝備知識、技術及

交流經驗 

2. 為青少年工作者提供支持 

3. 在青少年的就業困境尚未被改變之

前，讓工作者有繼續與少年工作的

勇氣與動力。 

21 

參加偏鄉青少年就業分享會的社工小U回饋 

在這系列的分享裡，我們提到的青少年就業困
境如深淵般的大，但支持我們繼續埋頭苦幹的
通常不是強有力的政策、豐厚的資金，而是一
群人為這些少年創造更多可能的信念。 
 
在這條路上的孤單感跟挫折感很重，於是知道
有人一起走、有人也受過一樣的挫折、有人也
能繼續支持下去，知道這個旅程還「有人在」
是重要的。 
 
或許十年後，我們觀察到的這些困境都還在，
資本主義以及汰弱的社會結構仍舊難以撼動，
但我們這群人要能「還在」，或許才會是我們
這些投入最無可取代的收穫吧！ 



對其他機構的建議與良顯堂的下一步 

02 

需要找到利害
關係人關注的
焦點與對話的
方式 

01 

深化跨部門合
作以及行政部
門的參與 

03 

多元專業的整
合與策略性的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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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力行政部門：給行政部門與業務部門一起
成長的空間，才能合作無間。 

￫ 增加行銷、與大眾對話的能力：服務成果的
整理、曝光以及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 尋求財務來源的穩定：增加自營收入，降低
對外部的財務依賴 

￫ 將三年的服務延續影響：FB、網站持續更
新三年來的服務，並將教案重複利用。 

￫ 持續的政策倡議：有關青少年就業的安全、
勞動權益、正式資源規劃與設計都會持續倡
議與監督。 

良顯堂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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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來當孩子的靠山 

      未來讓孩子當社會的靠山 


